
密卷一参考答案及解析

1．C【解析】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

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

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

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

与贯彻执行。

2．A【解析】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汉初，社会经济衰弱，

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B 项，贞观之治发生在唐太宗

时期，开元之治是在唐玄宗时期，开皇之治是在隋文帝时期。

3．A 【解析】最早侵占中国领土的西方殖民地国家是葡萄牙，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1557），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利用欺诈手段，攫取了中国的澳门，并狂妄地宣称台湾为澳门

属地，企图进一步入侵台湾。

4．C【解析】文学常识题，本题考查难度较大，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地

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本题 C项错误，《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因此，C

项答案是错误的。

5．A【解析】文学常识题，A 项，“金石文章”指韩愈的文章，“文起八代之衰”是苏轼

对韩愈的评价。B 项“幽而发愤著成信史”指司马迁受刑后发愤完成《史记》。C 项，“三户

地”指楚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香草”“招魂”“九歌”都是屈原的作品或作品中

的独特意象。D 项，“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个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枝女儿

花”，是臧克家为李清照纪念堂写的对联，上联选取豪放派的经典名句，下联描述的是与豪

放派相对的婉约派，且强调一枝女儿花，不难确定是指李清照。

6．C【解析】材料解析题，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市民阶层对小说的喜闻乐见更加扩大

了小说这种世俗文化的影响。A 项、B 项、D 项错误，题目中并没有反映出小说成为了一种

新的宗教传播载体，或者小说的兴起冲击了封建等级观念、整合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故正确

答案为 C 项。

7．B【解析】中国历史上，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子，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是荀子。A 项、

C项、D 项内容均出自《孟子》，B项内容出自《荀子·性恶篇》，故正确答案为 B项。

8．B【解析】陶渊明（约 365 年-427 年）东晋诗人、辞赋家。名潜，说晋世名渊明，

字元亮，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因宅边曾有五棵柳树，又

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陶征士诔）。浔阳柴桑（今在江西九江西南）人。晋代文学



家。以清新自然的诗文著称于世。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

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他的诗作关键词有：田园生活、平淡自然、顺应天

理、顺从自然、简洁含蓄。故正确答案为 B项。

9．B【解析】《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作于元

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约

1296 年-1371），今江苏人。施耐庵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在史实的基础上，结合

民间传说、民间通俗文学，创作而成。全书记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

事，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故正确答案为 B项。

10．D【解析】测试数据表明，如果将电脑设置为将作业数据暂时保存于硬盘的“睡眠

状态”，此时的耗电仅为约 3．8 瓦。即使是向内存供电的“待机状态”，也只耗电约 5．7

瓦，与始终打开显示器相比可节电约 70%。对于笔记本电脑，灵活使用内置的节电程序，也

可取得明显的节电效果。故本题选 D。

11．A【解析】电池上的“R、S、F”三个字母代表电池的形状。

12．D【解析】干冰是固态二氧化碳，温度极低，多用于人工降雨，使云层水汽凝结。

故本题答案选 D。

13．C【解析】本题考察新材料技术。工程塑料是指一类可以作为结构材料，在较宽的

温度范围内承受机械应力，在较为苛刻的化学物理环境中使用的高性能的高分子材料。工程

塑料属于新材料中的高分子合成材料。故本题答案选 C。

14．A【解析】“大树底下好乘凉”是指白天园林树冠可反射部分太阳辐射，气温不会过

高，晩上增强大气逆辐射，使气温不会过低，A 正确；绿地园林植物的保温作用以及吸收大

气逆辐射的能力强，BD 错误；绿地的园林植物通过蒸腾作用使自身温度降低，与地面辐射

无关。故本题选 A。

15．D【解析】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常见于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等。温度达

到 70°C 时易变形，且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融化。1 号塑料品使用 10 个月后，可能释放出

致癌物 DEHP。这类瓶子不能再用来作为水杯，或者用来做储物容器盛装其他物品。故本题

答案选 D。

16.【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故本题选择 A。

17.【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第十三届运动会主办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于 2017

年 8 月在天津市举行，天津在 2011 年 8 月 16 日成功取得第十三届全运会的主办权，这是中

央政府取消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垄断举办权后，继江苏、山东与辽宁后的第 4个主办全运

会的省市。2017 年 8 月 27 日晚，习近平出席并宣布第 13 届全运会开幕。故本题答案为 D。

18．A【解析】考点：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

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这是行政法学上的

概念，而非制定法上的概念。在制定法上"行政相对人"一般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

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种诉讼活动。即行政诉讼必须是“民对官”的诉

讼。故正确答案为 A。

19．A【解析】考点：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 19 条规定，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

下条件：（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査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

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査或者技术鉴定。故正确答案为 A。

20．A【解析】考点：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法》第 37 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 BCD 四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A。

21．A【解析】考点：消费者合法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0 条规定，消费者享

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

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根据题干表述，A 项符合题意，

故正确选项为 A项。

22．A【解析】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汶河上，建于隋朝中期，在隋大业年间,由著名

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约 1400 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

代敞肩石拱桥。

23．D【解析】“恩威并用，宽猛相济”是道家统治方式与法家统治方式的融合，是中国

古代最有效的统治方式。“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是儒家主张的统治方式，但止于理想，很

难在现实中实施。

24．A【解析】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



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正确的变法指导

思想，变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25．A【解析】该诗句出自唐朝诗人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钱唐湖春行》是白居易的诗，全诗

内容为“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

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6、【说明】★★★，来自人民网

【解析】D。本题考查逻辑填空。填入词形容春季，根据语境易排除 BC，A 项万象更新

侧重于表现一切焕然一新，D 项生机盎然侧重于表现充满生机活力，结合“草长莺飞”“鸟

类繁殖”等描写，可知生机盎然更为贴切，故答案为 D。

27、【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A。本题考查逻辑填空。第一空，“不仅…而且”为递进关联词，填入词应与“庞

大”倾向一致、意思相近，排除 CD 项。第二空，根据“对此，铁路部门……”，可知填入“呼

应”最能照应此信息，因此答案为 A。

28、【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B。本题考查逻辑填空。第一空，根据搭配范围，排除 CD。第二空，根据搭配

范围，排除 A。因此答案为 B。

29、【说明】★★，来自澎湃新闻

【解析】B。本题考查逻辑填空。根据常理，城墙保护和建设项目相互制约，且下文有

“保护古城区”“红线”等描述，故根据感情色彩，第一空排除 AD，保留 BC。第二空根据“规

避影响”，可知“巧妙”更恰当。第三空“逾越红线”为常见搭配，凌驾不符合，因此答案

为 B。

30、【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A。本题考查逻辑填空。第一空根据搭配范围，排除 B 演化。第二空，根据递

进趋势，可知填入词应当是有利于生命演化的变化，漂移不恰当，排除 C；奋起搭配不当，

排除 D。第三空验证，得心应手，意思是心里怎样想手上就能相应地怎样做，符合语境。故

答案为 A。

31、【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C。本题考查逻辑填空。第一空，接受、受到监管的主体通常是人；进入搭配



不当；纳入监管的对象通常为事物，且为常见搭配，排除 ABD。第二空，“要求”常用于制

度层面，根据“要获取准入”可知“要求”更为恰当；需求不合语境，排除。代入第三空，

急不可待、迫不及待形容人的心情急切紧迫，迫在眉睫、急于星火形容情势十分紧迫，后者

符合语境。综上，答案为 C。

32、【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B。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第一空后面连接的是一个问题，A 中的“流露”一

般搭配的人的感情色彩，排除 A；第二空后面搭配的是校园暴力问题，“遏制”是指尽量控

制事件发生，但结果有可能事件还是发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减缓或减轻，而“遏止”和“阻

止”指的是使事件停止发生，根据后文的提示性信息“多发频发”，明显作者的意思是要控

制校园暴力问题的发生频率，这种问题不可能根本上消失，C 和 D 语意过重，因此排除 C 和

D。所以本题选择 B。

33、【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D。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惨不忍睹”形容凄惨得叫人不忍心看，不符合文段

意思，排除 B；根据第一空前的提示性信息“大尺度的画面，惊悚的视频镜头，挑逗性的文

字”，作者想表达的感情色彩是消极的，“目不暇接”指东西多，眼睛都看不过来，感情色彩

属于中性，不符合文意，排除 C；“触目惊心”形容看见某种严重情况，心里感到震惊，“不

堪入目”指形象丑恶，使人看不下去，均符合文段内容，第一空保留 A和 D，第二空要填一

个能形容孩子不能明辨事物的词语，“无知”和“懵懂”虽然都有这层意思，但是“无知”

的感情色彩属于消极，用于此处形容孩子不妥，因此排除 A。所以本题选择 D。

34、【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第一空“控制于校园”明显搭配不当，排除 C；根

据后文的提示性信息“还有赖于形成有利于激发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各个层面合力的育

人机制”可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育人这项社会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不能只顾

自己，“独善其身”形容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符合文意，“明哲保身”指因怕连累自己而

回避原则斗争的处世态度，不符合文意，排除 B，“逍遥法外”指犯法的人没有受到法律制

裁，仍然自由自在，不符合文段意思，排除 D。因此本题选择 A。

35、【说明】★★★★，出自光明日报

【解析】B。“无所不能”表示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比喻样样能做，根据文中提示性信息

“地震发生后的前三日可谓天、地、水路均不通”，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救援队伍救援肯

定遇到很大阻力，不可能什么都可以完成，故排除 A，而“望其项背”表示赶得上，一般只



用于否定句式，故排除 C，“鞭长莫及”比喻相隔太远，力量达不到，“力不从心”形容心里

想做，可是力量够不上，因此第一空 B 和 D 都符合语境，保留；“心知肚明”表示心里明白

但不说破，形容心中有数，一般要接主语人，比如某某人心知肚明，因而与“意义”搭配不

当，排除 D, 而“不言自明”指不用说话就能明白，形容道理意义很明显，符合语境,因此

本题正确答案选择 B。

36、【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A。第一空前面出现了明显的提示性信息“也就降低了主动和身边朋友沟通情

感，乃至主动去寻找人生另一半的动力”，也就是“宅”促进了单身的趋势，因此第一空排

除 C 和 D，保留 A 和 B,第二空填入一个表示忧虑的词语，“担忧”搭配的主体多为人，因此

可以排除 B，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A。

37、【说明】★★★，出自光明日报

【解析】C。第一空是成语辨析，“休戚与共”形容关系密切，利害相同，一般只能用于

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不能搭配救援链，因此排除 A，“息息相关”形容事物之间关系密切，

“环环相扣”表示一环接着一环，形容事物之间连接的紧密， “丝丝入扣”比喻事情做得

十分细致，事物之间有条不紊，一一合拍，上述三个成语都可以搭配“救援链”，表示彼此

联系紧密；第二空是实词辨析，“制造”明显与方案搭配不当，可迅速排除 B，而“制定”

表示经过一定程序定出法律、规定和计划等，多侧重于强调行为的结果，表示已经完成，而

“制订”表示创制拟定，多强调行为的过程，未必形成结果，由第二空前后出现多个顿号可

知，其与前后形成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而“全盘部署 ”、“统筹谋划”以及后文的提示性信

息“粮草先行”都是在强调行为的结果和确立，故排除 D，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C。

38、【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根据

“力量”之后的逗号可知，第一空与“无视”相并列，“抛弃”指扔掉不要，不符合语境，

排除 BD。第二空与“任意裁剪和打扮历史”相呼应，“臆想”指主观想象，比“想象”更符

合语境，因此答案选择 A。

39、【说明】★★★，出自新华网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第一

空的主语是“议论”，不是人，所以“各持己见”与“各执一端”不符合语境要求，排除 BC，

第二空与“脑洞大开”相呼应，且体现积极感情色彩，“天方夜谭”有消极色彩，不符合语

境，排除 D，因此答案选择 A。



40、【说明】★★，出自新华网

【解析】C。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第一

空与“奋发有为”语义相反，“无所不为”是什么坏事都干或者干尽了坏事，不符合语境，

排除 BD。第二空根据顿号可知，与“脱胎换骨”相并列，语义较重，“革故鼎新”是多指改

朝换代或重大变革等，不符合语境，排除 A项，因此答案选择 C。

41、【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D。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空中

所填词汇与“闻到香气”相呼应，四个选项只有 D项“活色生香”中有香气，因此答案选择

D。

42、【说明】★★★，出自新华网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第一

空与“深有感悟”相呼应，“静心”是心境平静不躁，不符合语境，排除 BD。第二空是指文

学与真实的生活方向不一致，背道而驰符合语境，“南辕北辙”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

不符合语境，排除 C项，因此答案选择 A。

43、【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B。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文段的语境，辨析选项。第一

空与“读死经”相呼应，“生搬硬套”与“囫囵吞枣”不用于形容读书，排除 AC。第二空是

指读经只掌握了形式却不懂内容，“背道而驰”朝着相反方向的道路奔跑，不符合语境，排

除 D 项，“本末倒置”比喻把主要的和次要的、本质和非本质的关系弄颠倒了，符合语境，

因此答案选择 B。

44、【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第一空对应“及时”。“实效”指实际的效果，与“及

时”无关，排除 B项。“时新性”专指新闻内容新，不能修饰“科技成果”，排除 C项。第二

空修饰“价值”。“消释”指消融、解除，常搭配误会，不修饰“价值”，排除 D 项。“消失”

逐渐减少以至没有，对应“迅速降低甚至完全”，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A 选项。

45、【说明】★★★★，出自新华网

【解析】A。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根据“猪都能飞起来”“投机的信徒”可知，第一空

要填入词汇应为消极感情色彩。“群雄逐鹿”“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均为中性词汇，不符

合语境，排除 B 项、C 项和 D项。“趋之若鹜” 比喻许多人争着去追逐某些不好的事物（含

贬义），符合语境。“粉身碎骨”与“高处不胜寒摔得”相呼应。因此，选择 A 选项。



46、【说明】★★★，出自新华网

【解析】A。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解题的关键在于分析清楚文段结构，找准文段主旨。

文段先是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值得回味的东西不多。后续分析了具体的原因所在，最后通

过“只有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表达了文段的主要内容，因此选择 A 项。B项提出了要改

变，却并未说明如何变，排除；C 项是重复了文段的问题，却并非文段给出的观点，排除 C；

D是文段过度引申的对策，排除。

47、【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B。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解题的关键在于分析清楚文段结构，找准文段主旨。

文段尾句出现了宏观指代“这”，表示尾句为主旨句，由“所以”可知前文介绍的是“宁穿

破不穿错”的原因，因此选择 B 项。A 项是过度引申的对策，排除；CD 项并非文段重点内容，

排除。因此选择 B 项。

48、【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A。这是一道议论文类的标题填入题，文段属于很典型的总-分结构，首句提出

观点“治理雾霾、打赢蓝天保卫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合力，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

己的责任，做好付出的准备”，后文对此观点进行解释说明，因此本文的首句就是文段的主

旨句，A 即为文段主题句的同义替换，因此本题选择 A。

49、【说明】★★，出自光明日报

【解析】A。这是一道新闻类的标题填入题，新闻类的标题往往就是对导语，也就是文

段首句的同义替换，而文段第一句话就是““海外院士专家北京工作站”启动仪式日前在京

举行，这标志着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首次有了专门联系海外院士专家的服务平台”，

同义替换后即为 A 选项，本题难度系数较低，B、C、D 都不是首句的内容，可以迅速排除。

50、【说明】★★★，凤凰周刊

【解析】A。这是一道语句排序题。首先观察首句特征，③和⑥对比，③是发起话题，

谈到了象牙的价格，更适合做首句。④中“他”指代的是⑤中的商纣王，所以，选择 A 项。

51、【说明】★★★，求是网

【解析】C。这是一道语句排序题。首先观察首句特征，②和⑥对比，②中是援引观点，

更适合做首句。⑥和①都在谈“理解与包容”所以两句话应在一起；④和⑤在谈论“正道”

所以这两句话也要捆绑在一起，所以，选择 C 项。

52、【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B。本题考查细节理解。A项偷换数量，原文为“约 30 块钱”。B 项可通过“所



以应该也会出大鱼”推出。C项无中生有。D 项偷换概念，原文为“其次是住”。

53、【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D。本题考查细节理解。A 项偷换概念，木质纤维素只存在于特定农业废弃物

如秸秆、木屑中。B 项偷换概念，“植物细胞壁”偷换为“植物细胞膜”。C 项偷换概念，原

文为“难以被木质纤维素酶降解”。D 项为正确答案。

54、【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C。本题考查态度观点。文段作者援引了不同的观点，但未对“影子教育”表

明自己的观点，因此答案为 C。

55、【说明】★★★★，来自新华网

【解析】C。本题考查代词指代。根据就近原则，可知指代的是上一句中的“宋朝时候

的人才”。易排除 A 选项，B 选项缺了“学者”，D 选项缺了“宋朝的”。

56、【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C。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文段首先表明读书不做筛选，是极其不好的，接着

指出了当下图书繁多，难以选择的情况，最后用表转折的关联词“其实”指出很多书不具备

好的内核。综上可知，文段的重点在转折关联词“其实”后面的问题上，所以优选合理对策

项，次选主旨项，其实文段已经给出了对策要点，就是开头提及的图书筛选。A 和 B 项是问

题部分的内容，且是文段的非重点部分；D 项是文段重点抛出的问题，排除。故选择 C 项。

57、【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C。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文段首先指出传统上读书的积极目的，然后话锋一

转，指出当前读书状况很糟糕，最后举了一个犹太人与中国人对比的例子，来论证当下读书

状况堪忧。综上可知，“而”后面的问题是文段的重点所在，所以优选合理对策，次选文段

主旨。A 项是依据例子的内容设置的项，排除；B 项是问题，可以暂时保留，看后面有无合

理对策项；D 项不合文意，文段并未表达此必要关系，且该项对应的信息是片面的；C 项是

文段重点，即问题的合理对策，可以优选。故选择 C。

58、【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D。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文段表述了国外判处犯罪嫌疑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

的方法已经很成熟，然后说中国这种实践不足的问题，最后表述了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我

们忽略了法律的一些社会功能。文段的重点是司法实践中缺乏社会公益服务这一处罚方式，

优选针对这一问题的合理对策项。A 项非重点；B 项“社会服务”概念扩大，且“更好”是

无中生有；C 项和 D项相比，不是合理对策项；D 项是合理对策项。故选择 D 项。



59、【说明】★，来自人民网

【解析】C。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文段首先用反面论证指出将 GDP 与民生联系在一起，

才有意义。然后接着用必要条件强调 GDP 与民生相联系的重要性，最后用反面论证再次强调

GDP 要与民生相联系。A 项未提及民生；B 项夸大；D项未提及。故选择 C 项。

60、【说明】★，出自人民网

【解析】C。这是一道语句衔接题。横线前面有词语“毕竟”，可知横线处的内容是对前

面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横线后表明“其”，即文物会遭到破坏，根据话题衔接原则和指代原

则，横线上要涉及“文物”这一话题，且要表达出文物会遭到破坏的意思。A 项未涉及文物

破坏的内容，排除；B项违背常识，排除；C 项符合，承上启下；D项未涉及文物这一话题。

故选择 C。

61、【说明】★★，来自人民网

【解析】D。这是一道下文推断题。A项不是尾句的话题，排除；B 项在尾句中已有表述，

重复啰嗦，排除；C 项尾句也有表述，排除；D 项话题是尾句的，根据尾句的语义趋向，该

项的表述无误。故选择 D项。

62、【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B。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文段开篇讲述了良好的规划和严格的日常监管对于

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接着通过转折关系将重点往后推，突出强调一旦造成了环境损害的后

果，就有必要进行损害赔偿，后面的文段内容都是对这个观点进行论证和解释说明，因此本

文属于典型的分-总-分的结构，主旨句就是文段第二句话“然而一旦造成了环境损害的后果，

就有必要进行损害赔偿”。很明显 B 选项就是对主旨句的同义替换，因此本题选择 B。

63、【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C。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文段开篇讲述了旅游与文化的关系，说明了文化对

于旅游产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接着通过“只有……才”引导的必要条件关系引出对策句，

也就是文段的主旨句“只有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既遵循规律，又突出地域特色，提升旅游

业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不断创造和生产新产品，催生发展新业态”，

说明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和发展其内在文化，显然 C 就是对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B选项是强干扰项，很显然，文段的主旨句是一个对策句，而 B 选项的内容并没有给出具体

的对策，因此排除 B。

64、【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C。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文段开篇提出实行湖长制对于保护湖泊的必要性，



接着解释说明河流和湖泊都是江河水系、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再阐述

了湖泊保护的难度要大于河流，最后作者通过“唯有……才”引导的必要条件关系表达出作

者的观点“唯有一体保护，将江河水系都纳入最严监管之下”，C 选项即是对主旨句的同义

替换，因此本题选择 C。

65、【说明】★★★，出自人民日报

【解析】C。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文段开篇讲述介绍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

意义，接着作者相继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何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怎样强化战略科技力

量？”，接着作者以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对此进行解释说明，最后作者阐明了自己的观

点“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要学懂、弄通、做实，对科技创新而言，首要的是加强科技政策研

究，提高科技政策研究的战略定力”，因此本文段是典型的分-总结构，C 是对主旨句的同义

替换。D选项有一定的干扰性，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十九大报告

中给出了三个方法，因此 D 内容较片面，排除 D。因此本题选择 C。

66. B【解析】本题考查常规计算。通过表格发现，两行 8 个数字为一个周期循环排列。

2022 8 252 6   ，结合图表可知，该数在第 4 列，第 252 2 2 506   行。因此，选择 B 选

项。

66.C【解析】本题不定方程问题。设甲车安排 x 辆，乙 y 辆，则5 4 46x y  ，同时要

求 10x y  。使用最值代入，从 x=4 开始代入验证，发现 x=6 时符合题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67.D【解析】本题考查常规计算。循环数列求和，数列循环的项数是 5位，分别是 3、

6、7、3 和 2，得到的和是 21。前 2018 位数字，一共是（2018÷5）403 个循环，还余 3 个

数（3、6、7），所以 403×21＋16=8479，观察选项尾数不同，选择尾数为 9因此，选择 D

选项。

68.B【解析】本题考查方程问题。设未知数列方程求解，设女科员的人数为 x，则可

得出 x+2（x+14）=x+3x-12，得出 x=40，则总人数为 148.因此，选择 B选项。

69.B【解析】本题考查工程问题。有工作效率之比，有时间，可以算出三只猴子一起

食用花生需要的最少的花生总量是 20×（3+7+8）=360 颗，已知一包花生有 500÷10=50 颗，

所以得至少准备 360÷50=7.2 包，即得准备 8 包，因此，选择 B 选项。

70.C【解析】本题考查构造问题。考虑最不利的情形：先将除了红色和黄色两种小球

之外的其它球全部取出，共 20 个；此时再将黄色小球全部取出（由于黄色小球数量多于红

色小球），共 20+11=31 个；此时再任取一个就能确保满足条件，即至少需要取出 31+1=32

个。因此，选择 C 选项。

71.C【解析】根据三集合非标准型公式可得总人数为：60+58+46-20-2*12=120，所以答



案选 C

72.C【解析】本题考查几何计算。由于三角形的周长为 15，且三边长均为质数，由两

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可知该三角形最长的边最多为 7，此时只有 7、5、3满足要求；当最长边

为 5 时，只能为等边三角形即三边长为 5、5、5，故存在 2个满足要求的三角形。因此，选

择 C 选项。

73.C【解析】本题考查三集合容斥原理，采用图示标数法。如下图所示，由内至外进行

标数：由此可得，只参加这三个兴趣小组其中一项的人数为 10+12+13=35（人）。因此，选

择 C 选项。

74.D【解析】本题考查概率问题。概率问题，想要抽到金牌概率为九分之一，抽到铜牌

的概率为九分之二，想要抽到一金一铜的概率，用乘法原理，2×1/9 ×2/9=4/81。因此，

选择 D选项。

75.C【解析】本题考查星期日期问题。星期日期问题。因为一个平年 365 天，相当于

52 周多 1 天，2018 年的 8 月 1 日可以直接推出星期三，那么 8 月 31 日应该是星期五，那么

9月 1日星期六，9 月是小月，有 30 天。一个月至少满 4个星期，所以有 20 个工作日，剩

下最后的两天（29 号、30 号）分别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所以 9 月只有 20 个工作日。因此，

选择 C选项。

76.D【解析】D。上游去下游顺流是 6 小时，返回逆流是 10 小时，可赋值两地距离为

30 得 V 顺流=5、V 逆流=3，则 V 水=（V 顺流—V 逆流）/2=1，故漂流需 30÷1=30 小时。故此题目选 D

选项。

77.D【解析】本题考查几何计算。周长一定，越接近圆面积越大，所以自然状态和撑开

时候圈出的最大面积都接近圆。根据几何特性，边长变为原来的 n倍，面积变为原来的 n2

倍，则撑开时候最大面积约为 12×（18÷12）2=27cm2。因此，选择 D选项。

78.B【解析】B。大火车尾距小火车头 400 米且大火车长 350 米，即实际追击距离为

400+350=750 米。追击时间为 15 秒，两车速度差为 750÷15=50 米/秒，则两车速度和为

50×（3+5）÷2=200 米/秒。故两车头相遇到两车尾相离，时间为（150+350）÷200=2.5

秒。故此题目选 B 选项。

79.A【解析】 A。红、绿、粉、绿相间放置，第一次出现粉花，与红花相差了 16 盆，

则此时粉花 70-16=54 盆。第二次出现与粉花相差了 32 盆，则此时粉花 54-32=22 盆。共需

要 54+22=76 盆。故此题目选 A 选项。



80.D【解析】从 8个人中任选 4 个人确定一组，则另一组 4 个人也就确定了。由于分组

没有顺序之分，所以最后的结果要除以 2，所以该题的分法有 C（8,4）÷2=35，所以答案选

D

81.B．【解析】此题考查数量类规律。第一组图形锐角个数呈等差规律，1，2，3；第二

组图形锐角数 3,4，？故选 B。

82.B．【解析】此题考查数量类规律。外部直线数-内部白球数=2，故选 B。

83.D 【解析】数量类，三幅图依次为一笔画、两笔画、三笔画图形。

84.A 【解析】数不连通的元素部分，第一行一个部分，第二行两个部分，第三行三个

部分。

85.D 【解析】AC 两项时针方向不对，B 项相对面不能同时出现，故本题应该选 D 项。

86.C【解析】题干关键词，蓝色预警：12 小时、50 毫米、或者 50 毫米以上且可能持续

持续。黄色预警：6 小时、50 毫米、或者 50 毫米以上且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 小时、50

毫米、或者 50 毫米以上且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 小时、100 毫米、或者 100 毫米以上且可

能持续。A 项，3 小时降雨量达 100 毫米以上，橙色预警是 50 毫米以上，不符合关键词，排

除。B 项，降雨量已达 50 毫米且不能持续，题干是且可能持续，不符合关键词，排除。C

项，符合黄色预警关键词。D 项，降雨量达 100 毫米或者可能持续，题干中是且可能持续，

不符合关键词，排除。故选 C。

87.C【解析】题干关键词“学生”、“适度的障碍”、“心理更成熟”。A项，经理对员工，

题干是对学生，不符合关键词，排除。B 项，只要考全班第一就给他买电脑，这是一张激励

措施，不符合定义，排除。C 项，模考题目难度故意偏大，提高心理承受力，符合定义。D

项，经常批评小明，不符合关键词“适度的障碍”，排除。故选 C。

88.D【解析】题干关键词“适度、绿色、可持续”，ABC 选项都不符合关键词，排除。D

项吃剩的食物打包，符合关键词。故选 D。

89.C【解析】题干关键词“归零”、“不沉迷过去业绩，不断调整自己”。A 项，曾经考

过 100 分，沉迷过去，不符合关键词，排除。B项，沾沾自喜体现出沉迷过去业绩，不符合

关键词，排除。C 项，不骄傲，虚心，一次比一次好，符合定义。D 项，遇到困难回避，与

定义不符，排除。故选 C。

90.D【解析】题干关键词，原因“总需要不足”，结果“短期失业”。A 项，没找到工作

是由于自身迷茫，不符合定义，排除。B 项，享有产假没有失业，不符合定义，排除。C项，

经营不善倒闭，不符合原因关键词，排除。D项，需求量减少导致小林辞退失业，符合定义。



故选 D。

91.C【解析】A 选项是属于元认知策略的计划策略；B 选项是属于元认知策略的监视策

略；D选项是属于元认知策略的调节策略。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是 C。

92.A【解析】B、C、D 选项都是先天的，没有经过后天的学习，所以不是条件反射；A

项吃梅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属于条件反射。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是 A。

93.C【解析】A 选项是前面所学的拼音对后面学习英文字母有干扰作用；B 选项中，法

语和德语是同时学的，不涉及前后所学知识，不符合概念；C 选项中，现在学的心理学知识

对回忆起以前所学的逻辑学知识有干扰作用，符合概念；D 选项中不涉及到知识，不符合概

念。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是 C。

94.A【解析】零和游戏效应是指一方赢，另一方输，输的一方与赢的一方的总和为零。

A选项中的扑克有输就一定有赢，并且输的总数等于赢的总数，所以符合概念；B 选项中公

交车上贴广告是达到了共赢的局面，不符合概念；C 选项中，出租车司机和唱片公司也是达

到共赢的局面；D 选项中，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综上所述，

本题正确答案是 A。

95.A【解析】增值税的征收对象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

物的单位和个人。A 选项中，是提供了修理修配服务的，符合该概念；B、C、D 选项中都没

有涉及到加工、修理修配以及进口，所以不符合该概念。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是 A。

96.C【解析】高压锅和锅盖构成组成关系，锅盖是高压锅的一部分，同时锅盖的功能是

封口。A 项，葡萄酒和瓶塞不是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符。B 项，汽车和车轮构成组

成关系，但车轮功能不是封口作用，与题干不符。C 项，啤酒瓶和瓶盖构成组成关系，并且

瓶盖的功能是封口，符合题干逻辑关系。D项，运动鞋与鞋盒不构成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不符。故选 C。

97.D【解析】玻璃杯和热水杯构成交叉关系，有的玻璃杯是热水杯，有的热水杯是玻璃

杯，热水杯和玻璃杯的主要功能都是容纳，构成主要功能上的对于关系。A项，卷尺和秒表

构成并列关系，与题干的逻辑关系不符。B项，军人和医生构成交叉关系，但军人的主要功

能不是治病，两者对应关系不符。C 项，面包和蛋糕构成并列关系，都是西点的一种，与题

干逻辑关系不符。D项，手提包和电脑包构成交叉关系，有的手提包是电脑包，有的电脑包

是手提包，两者的主要功能是收纳，构成主要功能上的对于关系。故选 D。

98. D【解析】相敬如宾和举案齐眉是近义词。A 项，沆瀣一气和狼狈为奸是近义词，

符合；B 项，姹紫嫣红和枯木朽株是反义词，排除；C 项，汗牛充栋和寥寥无几是反义词，



排除；D项，出类拔萃和数一数二是近义词，符合比较 A、D 项，题干中的词都是褒义词，A

项是贬义词，D项是褒义词。D 项和题干的逻辑关系最相近。因此，选择 D 选项。

99.B【解析】虚怀若谷是指一个人十分谦虚，能容纳别人的意见；恃才傲物是指仗着自

己有才能，看不起人，二者属于反义词。A 项，寥寥无几。D 项，大度兼容形容气量大，能

宽容人；宽以待人是指以宽宏大度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二者属于近义词，与题干逻辑关系不

一致。

100.B【解析】休息可以缓解疲劳，休息是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通过造句子分析，A

项，锻炼可以加强肥胖，显然不符合逻辑。B项，沟通可以消除误解，沟通是消除误解的一

种方式，符合题干逻辑关系。C 项，电视可以损害视力，应该是看电视，不符合题干逻辑。

D项，关爱可以老人孝顺，句子显然不符合逻辑。故选 B。

101.D【解析】拖把的作用是拖地，拖把和工具是种属关系。A 项，咖啡的作用不是解

渴，排除；B 项，耳机的主要作用不是通话，排除；C 项，梳子的作用是梳头，但木材是梳

子的原材料，排除；D 项，氟利昂的作用是制冷，氟利昂和制冷剂是种属关系，符合；因此，

选择 D选项。

102.A【解析】题干是全同关系，A 四序即四季，当选；B四件为头﹑蹄﹑肝﹑肺；C 四

部为经、史、子、集；D四君为梅、竹、兰、菊。

103.B【解析】糯米是糯米糕的原材料。A 项，塑料不是塑料袋的原材料，塑料袋的原

材料是聚乙烯薄膜，排除；B 项，紫薯是紫薯馒头的原材，符合；C 项，高粱是高粱酒的原

材料，符合；D 项，菠菜是菠菜面的原材料，符合；比较 B、C、D 项，题干中要将糯米蒸熟

才能做成糯米糕，B 项的紫薯也是蒸熟后才能做成紫薯馒头，C 项的高粱经过发酵做成高粱

酒，D项的菠菜汁加入面中，只有 B 项和题干的逻辑关系最相近。因此，选择 B选项。

104.B【解析】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代入 A 项，黑色的自行车，圆形的表盘，但位置不

对应，排除；代入 B项，车座是自行车的一部分，表盘是手表的一部分，符合；代入 C项，

自行车和三轮车是反对关系，刻度是表盘的一部分，排除；代入 D 项，车轮是自行车的一部

分，表盘和表链都是手表的组成部分，排除。因此，选择 B 选项。

105.C【解析】题干考察的是歇后语对应关系过河洗脚为一举两得，项羽砸锅为破釜沉

舟。

106.D【解析】翻译推理。1.樟树→桂树；2.桃树→槐树；3.—槐树→—桂树；4.樟树

→桃树 A选项桃树与桂树没有关联，排除。B 选项，根据 1、3或者 2、4 可知樟树→槐树=

—樟树或槐树可知 B选项排除，D选项正确。C 选项无法从题干得知。



107.C【解析】真假推理。甲：甲且丁 乙：丙 丙：甲且乙 丁：甲 戊：—丙 可

知乙和戊为矛盾关系，必有一真一假。甲丙丁三人中，仅有一人猜对，并且猜对的人一定是

丁，故甲通过了考试。

108.B【解析】分析推理，带入排除法，将选项带入题干中，只有 B 选项符合要求，甲

说的话为一对一错，乙的话为两错，丙的话为两对。

109.A【解析】日常推理。A 选项能从原文中推理得出。B 选项无中生有，C 选项与原文

不符，原文是假设关系，如果没有注意，就会错过培育孩子的最佳时期，压抑了孩子的成长，

并非客观事实，D选项原文指的是小毛病等一些特点使得与其他孩子格格不入，而非智商极

高。

110.C【解析】加强论证。论点：抑制乙酰辅酶Ａ羧化酶的活性可以调节食欲和脂肪代

谢，且不受能量消耗影响，为治疗节食后体重反弹提供了新思路。A 选项属于无关选项，实

验鼠和野生小鼠在实验前的体重差别对于实验没有影响。B 选项说明之前的减重方法和结论

中的减肥方法并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论点，但力度不强。C 选项加强论证，说明是

酶的作用使得改造小鼠更加瘦小，当选。D选项属于削弱选项。

111.B【解析】加强论证。论点：家长一定要合理控制孩子的饮食，以避免肥胖带来的

不良影响。A选项无关项，题干中讨论的是饮食对于健康的影响，儿童肥胖受多种因素影响

既不能加强也不能削弱论点。B选项加强论点，说明不合理的饮食会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要

控制孩子的饮食。C 选项无关选项，此选项是建立在论点成立的前提下，具体控制孩子的饮

食的方法。D 选项无关选项，和论题无关。

112.D【解析】削弱论证。论点：参加辅导班的效果不大。A 选项加强选项。B 选项无关

项，从 B选项中并不能说明，辅导班的效果是否好。C 选项无关选项，30 人是该班同学的总

人数，不知道参加和没有参加辅导班的同学分别为多少人。D 选项削弱，只有成绩差的才会

去辅导班，而有 3 人考到了 90 分以上，说明辅导班是有效的。

113.A【解析】加强论证-前提假设类。论点：这些人今后除非自己开互联网公司，否则

大部分将一生不会从事互联网行业。论据：计算机专业学生毕业前两年未从事计算机相关工

作的比例为 88%。其论证成立的前提是 A 选项。其他选项与该论证过程无关。

114.B【解析】削弱论证。论点：提高幼师薪资待遇能有助于提升幼师专业水平，对治

理幼师虐童现象起到积极作用。C 选项无关，A、D都是在肯定加薪这种行为，只有 B 选项能

削弱。

115.D【解析】削弱论证。论点：上海的线下服装销售市场将迎来低潮期。A 选项无关



项，小县城的实体店的销售情况与上海的销售市场的前景无关。B选项日均人流量是指以前

的数据，并不能预测未来的销售情况。无关项。C 选项上海服装市场占全国的比例与其未来

的销售情况无关。D选项削弱，线上销售的大幅度增长说明未来线下的销售也会有所好转。

116.A【解析】本题考查简单增长率计算。数据定位到第一段，减少量直接给出 1289

万人，基期是 2016 年的量（3046+1289=4335 万人），增长率为 1289÷4335，首位上 2，接

近 3，观察选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117.B【解析】本题考查增长率比较。数据定位到第二段，减少量分别直接给出 190 万

人、482 万人、617 万人，基期量分别估算 490 万人、1590 万人、2250 万人。观察数据估算，

东部地区的 190÷490的首位接近上4，中部地区的482÷1590首位3，西部地区的617÷2250

首位不到 3，所以最低的应该是西部地区，因此，选择 B选项。

118.C【解析】本题考查简单基期计算。问题问的是 2016 年贫困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

定位到材料第一段和第三段，2016 年人口（3046+1289=4335 万人），人均的（9337-894=8483

元），所以 2016 年收入等于 4335×8483，观察选项，估算 4000×9000，因此，选择 C 选项。

119.D【解析】本题考查简单增长率比较。定位数据到最后一段，2016 年一产的增长

率（3.2－0.5=2.7）%，2016 年二三产增长率（20.4－6.5=13.9）%，2.7%与 13.9%相差 11.2

个百分点，因此，选择 D选项。

120.B【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A项：根据材料“2017 年末，贫困发生率 3.1%，比上年末下降 1.4 个百分点。”所以 2016

年的贫困发生率为 4.5%。错误；

B项：根据材料“2017 年……农民家庭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人均 897 元，增长 20.4%，

增速比上年提高 6.5 个百分点。”可求出 2016 年的增长率：20.4%－6.5%=13.9%；2017 年相

对 2015 年的增长率为 20.4%+13.9%+20.4%×13.9%=37%。则 2015 年的人均收入为 897÷

（1+37%）=655 元。正确；

C项：根据材料“农民家庭一产经营净收入人均 2826 元，增长 3.2%，增速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可求出 2016 年的增长率：3.2%－0.5%=2.7%；2017 年相对 2015 年的增长率

为 3.2%+2.7%+3.2%×2.7%=6%。则 2015 年的人均收入为 2826÷（1+6%）=2666 元。错误；

D项：B 选项正确，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121.B【解析】本题考查倍数计算。应用研究是试验发展的 516.3÷91.3≈5.65 倍，多

5.65—1=4.65 倍。因此，选择 B 选项。

122.D【解析】本题考查比重计算。高等学校的 R&D 经费中，基础研究的比重

为 ，则基础研究约占全国的 39.2%×54.6%≈40%×54%=21.6%，因此，选择 D%2.39
5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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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23.C【解析】本题考查比重计算。高等学校 R&D 经费中政府资金的占比高于上年即柱

状图长度比上年长， 2008—2013 年中有 2007，2008，2010，2012 年这 4年。因此，选择 C

选项。

124. A【解析】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增

长率接近且略大于 10.05%。因此，选择 A 选项。

125.C【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1）2014 年高等学校的 R&D 经费约为 998.59—100.5=898.09 亿元。此项正确；

（2）由柱状图可知 2015 年高等学校 R&D 经费中政府资金的占比明显高于 60%，此项错

误；

（3）2014 年全国 R&D 经费中，高等学校占比为 7%—0.1%=6.9%，此项错误。故不正确

的有 2个，

因此，选择 C 选项。

126.D【解析】本题考查混合增长率计算。1-11 的增长率由 11 月的增长率和 1-10 的增

长率混合而成，介于二者之间，所以 1-10 的增长率肯定大于 6.6%。因此，选择 D 选项。

127.C【解析】本题考查考察间隔增长率计算。，R=r1+r2+r1×r2，r1=6.1%，r2=6.2%。

经过计算选择 12.68%。因此，选择 C 选项。

128.B【解析】本题考查增长量比较。根据增长量的比较口诀，大大则大，一大一小看

乘积。计算可知因此，选择 B选项。

129.A【解析】本题考查基期量计算。分别求出汽车和轿车的基期量，然后做差，汽车

为 310/(1+1.8%)=305.21,轿车为 126.8/(1+0.5%)=126.17。做差得 179 万辆，因此，选择 A

选项。

130.D【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A项：直接读数发现，只有 4个月，错误；

B项：求的是环比增长率，缺少条件计算不了。错误；

C项：求增长量，可得 5196×2.4%/(1+2.4%)=122 亿千瓦,错误；

D项：经过计算可得 2016 年原油加工量增加值约为 0.4577 亿吨。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131.A【解析】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货物运输总量最小的两类分别是铁路和机场，分

别对应的增长率 4.2%金额 11.4%，相差了 11.4%—4.2%=7.2%。因此，选择 A选项。

132.B【解析】本题考查混合增长率计算。混合增长率为居中但不正中，偏向于基期量

较大一方。货物运输总量增长在-0.1%~11.5%，排除 A、C、D。因此，选择 B选项。

%05.10
898.09
100.5

100.5-998.59
100.5

增长率



133.A【解析】本题考查平均数计算。要 2017 年 9 月低于 1-8 月的月均量，即 9月量×

9<1-9月量，铁路38.97×9>343.89、水路4026.78×9<41967.56、公路3379.00×9>29777.00、

机场 37.47×9>308.30。9 月量×9<1-9 月量的只有水路。因此，选择 A选项。

134.C【解析】本题考查简单计算。2016 年 9 月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927.09—927.09×3.5%

≈927.09—33≈896。因此，选择 C 选项。

135.D【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A项：2017 年 9 月，进港量（8.4%）>出港量（6.9%），同比增长进港量快于出港量，错

误；

B项：易找错数据，2017 年 1-9 月，进港量-出港量=32363.02-23930.31=8432.71 万吨，

错误；

C项：文章只有 2017 年 1-9 月和 9月数据，无法求出 1-7 月的铁路运输量，错误；

D项：货物运输总量约是港口货物吞吐量的 72396.74÷56293.32≈1.3。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